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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28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追踪研究，旨在考察大学生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

关系。研究采用了感戴量表(GRAT)和日常性学业弹性量表(EARQ)作为测量工具，分别在两个时间点(T1
和T2)进行测量。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两次测量中感戴和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均存在显著正

相关关系(r = 0.23、0.43, ps < 0.001)。在控制了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得分后，前测的感戴仍能显著正向

预测后测的日常性学业弹性(β = 0.177)；而在控制了前测感戴后，前测的日常性学业弹性对后测感戴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59)。结果表明，日常性学业弹性和感戴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感戴能够正向预

测日常性学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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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4-month longitudinal survey with 286 university students to exam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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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employed the Grati-
tude Scale (GRAT) and the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EARQ) as measurement 
tools, assessing participants at two different time points (T1 and T2). Results from cross-lagged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gratitude and daily aca-
demic resilience at both time points (r = 0.23, 0.43; ps < 0.001).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itial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scores, it was found that initial gratitud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ubsequent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β = 0.177). However,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itial gratitud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itial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subsequent gratitude (β = 0.059).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 correlation between daily academic re-
silience and gratitude, with gratitud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Gratitude,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Cross-Lagged Analysi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学业弹性(academic resilience)是心理弹性在学业领域的体现，它被定义为学生在面对重大、长期的逆

境和困难时将其成功克服的能力(Messman & Leslie, 2018; Martin & Marsh, 2009; Putwain et al., 2012)。以

往的研究中，学业弹性研究对象的范围较窄，主要关注长期学业成就低、学习困难及少数民族的学生等

(韩亚琴，2016)，然而针对日常性学业压力、较低的学业成绩、偶尔的成绩下滑等近端因子影响学业弹性

的研究相对较少。有研究者将经历此类挫折后能快速恢复并发展良好的能力称为日常性学业弹性(Martin, 
2013; Smith, 2020)，由于每个学生都难以避免这类学业挫折、压力等细小而频繁的日常性学业问题，所

以日常性学业弹性相比学业弹性更为普遍和广泛，对其进行探究有助于促进和丰富学生心理弹性和学业

弹性两种特质的发展。 
感戴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前期，研究者对该概念的定义并不统一，当代的相关研究将感戴归类

于情感特质，并认为它是个体获得帮助后产生的积极情绪(高远，2019)。而根据 Fredrickson 的积极情绪

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具有扩展和建构的作用，有助于建立身体、社会、智力和心理等一系列的个

人资源，并通过改善人们应对逆境的方式来增加其对未来感觉良好的可能性(Fredrickson, 2004)。因此从

积极情绪的角度来看，感戴在应对和调节压力时能够起重要的正面作用。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

和灾后经历危机的成年人中，感戴高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压力(Yildirim & Alanazi, 2018)；个体的感戴水平

越高，患各种内外精神障碍疾病的风险成就越低(Kendler et al., 2003)。因此，可以认为感戴是影响心理弹

性的主要因素。 
Fredrickson 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由感戴引发的拓展效应能增强个体认知与行为的适应性，而这类

在个体反复体验感戴后不断得到强化的认知“习惯”与建立的社会资源会成为一种个人资源，该资源可

作为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使个体在遭遇苦难或挫折时免受或少受伤害，感戴水平高的人，心理弹性

的水平也相对更高(Fredrickson, 2004; Vieselmeyer et al., 2017)。作为心理弹性在学业领域的体现，日常性

学业弹性也是一种能缓冲创伤负面影响的特质，该特质水平高的人在面对先天生理条件和后天不良因素

造成的学业挫折时仍能保持较高的学业成就并取得成功(Martin & Marsh, 2020)。张明明等人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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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张明明等，2015)，感戴水平的提高对学业复原力存在正向影

响；另外，研究表明，感戴促进了个体学业复原力的发展(叶宝娟等，2013)。通过构建高水平的认知能力

和丰富资源，感戴能够增强包括日常性学业弹性在内的积极品质。因此，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可能存

在相互预测或因果关系。 
当前国内外对于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的研究缺乏在因果层面上进行的纵向研究，因而难以确认两

变量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或准因果关系，为

提高当代大学生应对日常学业挫折的能力提供实证支持，为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高校抽取大二年级 371 名学生进行调查。2018 年 9 月进行第一次测量(T1)，发放

问卷 371 份，回收问卷 351 份。四个月后进行第二次测量(T2)，发放问卷 371 份，回收问卷 301 份。将

两次测量数据按照被试一一对应进行整理，删除事假或病假者、仅有一次测查者、两次测查存在缺失值

或不认真答题者，最终得到 2 次测量均有效的被试 286 名。 

2.2. 工具 

2.2.1. 感戴问卷 
本研究采用孙文刚等(孙文刚等，2010)修订的感戴量表(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共 34 题。其中富足感分量表(Sense of Abudance)包含 15 道题，用以评估个人对怨恨感的体验程

度；对他人感激分量表(Appreciation of Others)包括 11 道题，用以测量个体对他人的感恩程度；对简单快

乐事物的感激分量表(Simple Appreciation)共 8 道题，用来测量个人对非社会来源事物的感激。采用 5 点

评分法，1~5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完全同意”。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4，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02、0.857、0.882。 

2.2.2. 日常性学业弹性问卷 
本研究采用孙蔚雯(孙蔚雯，2009)所修订的日常性学业弹性量表(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EARQ)，共计 4 个题项。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1 到 5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不符

合”“难以确定”“符合”“非常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776。 

2.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

生的量表评分；对两次测量的感戴量表得分和日常性学业弹性量表得分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索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考察感戴与日常性学

业弹性间的相互预测作用。 

3. 结果 

3.1. 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将感戴作为因变量，进行 2 (前测 vs.后测) × 2 (男生 vs.女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中测查时间为

被试内因素，性别为被试间因素。结果显示，测查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016, p = 0.898 > 0.05)；
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505, p = 0.478 > 0.05)。测查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84) = 
1.044, p = 0.308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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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感戴作为因变量，进行 2 (前测 vs.后测) × 2 (独生 vs.非独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中测查时间

为被试内因素，是否独生为被试间因素。结果显示，测查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233, p = 0.629 > 
0.05)；是否独生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020, p = 0.889 > 0.05)；测查时间和是否独生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1, 284) = 0.309, p = 0.579 > 0.05)。 
将日常性学业弹性作为因变量，进行 2 (前测 vs.后测) × 2 (男生 vs.女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中

测查时间为被试内因素，性别为被试间因素。结果显示，测查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165, p = 
0.685 > 0.05)；性别主效应显著(F(1, 284) = 4.789, p = 0.029 < 0.05)；测查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84) = 0.012, p = 0.914 > 0.05)。男生的日常性学业弹性分数显著高于女生。 
将日常性学业弹性作为因变量，进行 2 (前测 vs.后测) × 2 (独生 vs.非独生)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

中测查时间为被试内因素，性别为被试间因素。结果显示，测查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 284) = 0.111, p = 
0.739 > 0.05)；是否独生主效应显著(F(1, 284) = 7.875, p = 0.005 < 0.05)，独生子女的日常性学业弹性高于

非独生子女。测查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284) = 0.443, p = 0.506 > 0.05)。 

3.2. 大学生感戴、日常性学业弹性前后测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1)，前测感戴与后测感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68 (p < 0.001)；前测日常

性学业弹性与后测日常性学业弹性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48 (p < 0.001)，表明大学生感戴与日常性学

业弹性在 4 个月内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日常性学业弹性与感戴之间的同时性相关显著，前测中日常性学业弹性与感戴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3 (p < 0.001)；后测中日常性学业弹性与感戴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3 (p < 0.001)。同时，日常性学业弹

性与感戴在前后测中的继时性相关也显著，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与后测感戴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12 (p < 
0.001)，前测感戴与后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78 (p < 0.001)，表明变量间的同步相关和

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适合做进一步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Table 1.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M ± SD)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college students’ gratitude and daily aca-
demic resilience 
表 1. 大学生感戴、日常性学业弹性的前后测得分情况(M ± SD)和相关系数(r) 

 M ± SD 感戴 T1 感戴 T2 日常性学业弹性 T1 

感戴 T1 131.5 ± 15.1    

感戴 T2 132.1 ± 15.8 0.68***   

日常性学业弹性 T1 13.9 ± 2.6 0.23*** 0.21***  

日常性学业弹性 T2 13.8 ± 2.7 0.28*** 0.43*** 0.48*** 

注：***表示 p < 0.001。 

3.3. 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如图 1)。 
首先，深入探究感戴对日常性学业弹性的预测作用，为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将两个变量的前后测

成绩进行配对，以前测的感戴和日常性学业弹性作为自变量，利用强迫进入变量法，将它们依次纳入回

归方程，并以后测的日常学业弹性为因变量，目的是考察在控制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的影响之后，前测

感戴对后测日常性学业弹性的独立贡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前测的感戴水平对后测的日常性学业弹性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77,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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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探讨日常性学业弹性对感戴的预测效应。以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和感戴为自变量，同样选择

强迫进入变量法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并以后测感戴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目的是考察控制前测感戴

的影响之后，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对后测感戴的独特预测作用。结果表明，前测的日常性学业弹性对后

测的感戴无显著预测意义(β = 0.059, p > 0.05)。 
 

 
Figure 1. Cross-lagged panel correl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daily 
academic resilience 
图 1. 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的交叉滞后关系图 

4. 讨论 

刘建岭认为感戴是一种稳定的心境，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作用于信息加工、生理反应和其他心理现象

的产生过程(刘建岭，2005)。对感戴的前后测得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测感戴与后测感戴得分差异极小；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前后测感戴的相关较高；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时间因素影响感戴主效应不显

著。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感戴水平在一定时间段内具有稳定性，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惠秋平等，2018；
何安明等，2015)。日常性学业弹性结果与感戴相似，表明日常性学业弹性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具有稳定性，

与以往研究一致。Howard 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稳定的、对抗压力的人格特质，具有较高稳定性(Howard, 
1996)。因而可以认为日常性学业弹性作为心理弹性在学业领域的体现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稳。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感戴水平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女生的感戴总分略高于男生。这一

现象可能是由于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当面临问题时男性往往表现出独立解决的倾向，而女性则

更多选择寻求帮助与合作，她们比男性更易获得帮助从而产生感戴情感；此外，认知理论认为感戴是一

种移情能力，相较于男性，女性在情感和认知方面的移情能力更高，所以更易产生感戴情感(段春晓，2019)。
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感戴总得分及其三个维度得分并无显著差异，该结果与部分研究一

致(林婵，2014；刘紫君，2017)。一般认为，独生子女可能会因为在家庭中受到过度的关注与照顾从而倾

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出较低的感戴水平，但在生活质量迅速提升的当代，多数独生子女的家长已经

意识到培养感戴特质对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故而更加重视对子女品德和性格的塑

造。由此我们推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通过两种不同路径发展感戴特质，因而表现出相近的感戴水

平。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性别因素对日常性学业弹性的影响作用显著，两次测查中男性的日常性学业弹

性分数均高于女性，与以往研究一致(刘鑫逸，2019；郭海锟，2018)。由于社会对男性群体具有更高的期

望，相比于女性来说，男生承担着更多责任并拥有更多成长机会，从而能够在应对学业挫折时表现出较

强的承受能力，这可能是由男性和女性接受的家庭教养方式不同、社会塑造的角色期望不同所导致的结

果。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日常性学业弹性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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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受到较多保护且也得到了更多的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支持能对他们应对学业挫

折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交叉滞后分析中，将两个变量在前测和后测的相关进行控制后，前测感戴仍然可以显著预测后测日

常性学业弹性，但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不能显著预测后测感戴。可见二者之间并非相互预测，而是具有

单向因果关系，感戴是日常性学业弹性的原因变量，日常性学业弹性是感戴的结果变量，即感戴能够预

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但日常性学业弹性不能够预测感戴。 
Fredrickson 认为感戴不仅可以增强认知灵活性，建构持久性的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各种资源，还能抵

消负性情绪带来的不良生理效应，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丰富的资源会提升个体的适应能力，增强其日常

性学业复原力等积极特质(Fredrickson, 2004; Algoe & Fredrickson, 2011)。本研究也显示，感戴水平越强，

其日常性学业弹性水平越高，该结果能为两变量之间的理论构想提供数据支撑，且与以往研究相一致(张
明明等，2015；郭婉婉，2015)，即感戴水平越高，学生能体会到的外在支持就越强，相应的执行力和自

我效能感增强，进而使得日常性学业弹性水平提高。可见两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是具有内在逻辑和

合理性的。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来深入探究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横

断研究的不足。该研究结果不仅是对前人研究结果的再次验证，也是纵向角度的进一步拓展，说明感戴

和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除了存在着较高相关关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本研究选取两个时间点

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四个月的时间间隔，对比了前后两次测量的感戴和日常性学业弹性水平，结果发

现：前测感戴能够显著预测后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但前测日常性学业弹性不能显著预测后测感戴。这一

结论明确指出了感戴是日常性学业弹性的重要前因，而日常性学业弹性则更多作为感戴的结果出现。 
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一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追踪的总体时间长度和测量数据的

节点，同时扩大样本来源，选择不同的被试群体，以检验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和普适性。通过跨时间、跨

群体的深入研究更精确地探索感戴与日常性学业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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